
7值班总编：郭艳菊 值班主任：黎家璇 值班校对：李俊玢鹿回头
www.sanyarb.com.cn

2018年 5月 7日 星期一

戊辰当岁，
设省禧庆，
欢歌载舞无眠。
今而立年，
回首过去，
光辉硕果连绵。
业绩耀苍天。
有铁龙动列，
高速空前。
居住休闲，
医疗教育梦也圆。
党的任务了然，
建小康社会，
再写新篇。
多措并举，
齐驱共进，
北南两翼相牵。
民得惠为先。
重旅游文化，
科技仁贤。
基础五网，
海南来日更娇妍。

（一）
开放洪流改革篇，海南建省换新天。
借机发展明方向，绿水青山最值钱。

（二）
三十年华而立篇，特区经济爱蓝天。
转型升级春潮激，给力春风比粤肩。

(三）
无烟工业节能篇，绿地沙滩山海天。
长效春风強且劲，旅游强省足登先。

（四）
城乡一体脱贫篇，世况何常顾一天。
不失真情先洗脑，爱心化育应三年。

（五）
复兴之路起航篇，借助春潮泛海天。
扬正风帆犁巨浪，石塘①千里著新编。

（六）
特殊特色特区篇，财况民营占半天。
经济多元添活力，平和混色好周旋。

注 :①石塘:是指唐代时对南海

海域的谓称。

异彩纷呈，黎族锦，时空久远。
蜚四海，誉扬琼外，化石经典。色调
斑斓皆缛绣，光辉璀璨如云艳。黄
道婆，总萃大传播，声名显。

红棉绽，祥火焰。龙凤舞，活灵
现。百人婚礼绢，众人交赞。针法
活泼纹丽饰，手工精细紬图案。 穿
引线，织日月星辰，山川绚。

注：木棉花、龙凤图、百人婚礼
绢是黎族织锦的代表作。

满江红·黎族渡水腰舟

渡水腰舟，葫芦制，涉河浮具。
时久远，越先千载，化石痕迹。湖海
波涛随逐浪，江河潮涌穿疾雨。无
价宝，惠后代儿孙，驰名誉。

群山岳，林木密。洪漭虐，难迁
徙。地灵人智慧，笑游跨轶。捉蟹
捕鱼渔唱乐，寻亲访友欢声戏。黎
鼻祖，为进化文明，丰功绩。

注 :黎族渡水腰舟 2007 年入选海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满江红·崖州布

西汉期间，崖州布，贡朝方物。
传四境，海南独创，令人仰慕。纹草
纹花经纬绣，织奇织巧星辰入。绘
瑞锦，巧手胜高工，天涯妇。

家中宝，轴与杼。慈母爱，甘霖
沐。付出多少汗，百恩千苦。舂致
舂光皆靓饰，染红染绿如纤缛。长
夜里，又梦见妈妈，梭飞舞 。

注 :崖州布俗称“足布”、舂（捣）
布，染布是崖州布制作的工序。

望海潮 为海南建省
三十周年而作

□ 陈泰应

海南建省
三十周年感怀

□ 林开楠

满江红·黎族织锦
（外二首）

□ 陈 松

巷 子 里 远 远 飘 来 炒 板 栗 的 香
味，我想起老家门口那棵三十多年
前自己亲手栽下的板栗树了。

那 是 怎 样 命 运 多 舛 的 一 棵 树
啊！

记 得 那 是 三 十 多 年 前 的 一 个
仲春傍晚，正是周末，上中学的我
待在家。天开始热了起来，吃了晚
饭刚走到大门外路边吹吹凉风，去
山 上 植 树 的 邻 家 叔 叔 归 来 路 过 我
家门口，看到我就叫:“板栗树，送你
了。”说着便顺手扔过来一棵瘦弱
的小树苗，我如获至宝，连谢字都
没来得及说，赶紧捡起来拿回家。
灯光下我端详了许久:半尺多的小
树苗，还有两个小枝丫，几片伶仃
的叶子，蔫得无精打采。父亲说，
人家淘汰掉的，又晒了一天太阳，
估计难活了，还是扔了吧。我刚刚
还憧憬着吃板栗的情景，怎么舍得
扔掉？

终于没有扔掉，在父亲建议下，
大门外菜园子的西北角有一片废水
长流的地方，我顺便用手挖个坑，把
这棵小树苗栽了下来。从此我便有
了一份期盼，期盼着生命的奇迹。我
又有些担心，担心它枯干零落。但想
到它旁边有几棵水灵灵野草陪伴着，
觉得它不会死掉的。

周末，住校的我一从学校回到

家，第一要事是去看我的板栗树，
啊！它活了下来，老叶子泛了青，
还长出了新芽，是潮湿的泥土滋养
了它。妈妈说，放心，等着吃栗子
吧 。 我 还 不 住 地 跟 父 母 和 姐 妹 炫
耀:这板栗树是我栽的呢。

那一刻起，我真的期待着板栗
子的香味了。

井水雨水一起润泽下，这棵小
树 苗 和 周 围 的 小 草 一 起 比 起 了 长
势。可是，它的厄运也因此而来。
那是一个周末，我如往常一样到家
放下书包就去看我的板栗树，那个
熟悉的角落，除了被什么牲畜吃过
剩下的短短草根，什么也没有了，
板栗树你去哪里了呢？那一刻，我
心 里 别 提 有 多 担 心 和 难 过 。 是 家
里养的小牛断奶后开始吃草，竟然
把草和树苗一起吃了……

我的眼泪没控制住，我的板栗
树啊！我不甘心，蹲在那片潮湿地，
拔下牛吃剩的草根，赫然发现一个
树丫丫，再仔细辨认，这不是我的板
栗树吗？可是稚嫩的叶子连一片也
没有了，一个枝丫也没有了，我不争
气的泪水又下来了 ……

父亲看我如此伤心，便把树丫
旁的杂草清理掉，把周围的土松了
松，用枣刺把树丫罩了起来。两周
后，奇迹出现了，树丫居然发出了

新芽。微风吹来，那嫩绿的叶子迎
风绽笑，好像之前什么都没发生过
一样。

冬去春来，板栗苗也迎着春风
焕 发 了 生 机 。 父 母 对 它 多 了 几 分
照料，我也投入到紧张的初三复习
迎考中。不知不觉地，板栗苗竟然
在 那 年 的 秋 天 长 到 了 一 米 多 高 ！
我 也 如 愿 到 远 离 家 乡 的 外 地 去 求
学了。

后来，板栗树开始发了疯似地
茁壮成长。一米，两米……丈把高
了，都是父亲信中告诉我的，毕业
那年放暑假回到家，看到我亲手栽
下的板栗树早已比我高了。那年，
喜 人 地 开 了 花 ，结 了 几 个 栗 包 子
（果实），带着刺，却也喜人。可是，
没有成熟，就被顽童摘走了，我没
有伤心，觉得结了果谁采摘都是开
心的。

十多年过去了，板栗树已经长
成碗口那么粗，每年结的果也越来越
多，让我们家和邻居们都尝到了。看
到板栗树，看到孩子们在树下的笑
脸，我为当年没有舍弃它而高兴。

如今，我没见到板栗树已有些
年头。电话里母亲说，今年春天，
这棵大树沐浴春光，长出了嫩绿的
新芽，开了很多花，相信秋天一定
硕果累累！

这是我亲身经历过，也是我终
生难忘的一堂课。这堂课上的是

《陈情表》。
1948 年 秋 ，当 时 我 小 学 毕 业

后，由于家庭经济不允许，我不能
继续升初中，只好与几位同学转
读于本村一间私塾学堂“古文专
修班”。

当 时 我 村 有 两 所 古 文 专 修
班，一所设于村背面方向的一座
祠堂，故称“北畔祠”。另一所设
于郭厝寮村与北山村中间的“铁
岳 寺 ”，又 叫“ 观 音 堂 古 文 专 修
班”，位于练江北岸。

因练江之隔，路程较远，故我
与诸同学报名就读于“北畔祠”专
修班。全班有三十几人，女生四
名，其中有六人是外村来就读的。

“北畔祠”专修班所授课程是
《古文评注四卷》《幼学琼林》《论
语》《孟子》《左传》《秋水轩尺牍》
及 书 法（专 练 楷 体）。 上 午 三 节
课 ，下 午 两 节 课 ，自 习 或 练 习 书
法。

老师是本村人，身材矮小，背
有微驼，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镜，
村里人都称他为“老学究”，年六
十有四，论辈分我要称他为“老叔
公”。记得那是第三个星期星期
二的第一节课，课文的题目叫《陈
情表》，主人公是晋朝时的大孝子
李密。李密上书皇上，陈述他为
什么接旨后一而再、再而三不能
奉旨去朝廷赴任的原因。

本 来 书 上 的 情 节 就 够 悲 惨
了，加上老师流畅的表述能力及
丰富的情感流露，免不了表情变
化太大，全班同学都屏住了呼吸
倾耳聆听老师的讲解，教室里鸦
雀无声，几至掉针可闻。

突然，我发觉老师嗓音有点哽
咽，眼角渗出了些许泪水，或许是
怕被学生们发现，老师轻轻向后

转动他微驼的躯干，一边轻轻举
起 右 手 的 衣 袖 轻 轻 地 擦 着 泪 水
……

这时我发现邻座几位女同学
已伏在书桌上轻轻地抽泣着。瞬
间，全班同学不约而同地眼角也
渗出了泪水。整个教室都充满着
悲伤的气氛，有擦眼泪的，抽泣的，
一直持续了十几分钟。最后还是
老师走下了讲台，苦口婆心地逐一
逐一劝息，才渐渐恢复了平静。其
场面那么感人，至今仍让我记忆犹
新。

虽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我
还历历在目。《陈情表》中一些较
为生动、感人肺腑的文句我仍依
稀记得，现摘录以下：

“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
岁 ，舅 夺 母 志 ，幸 祖 母 刘 悯 臣 孤
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
不行，零丁孤苦，形影相吊。而刘
夙婴疾病，常在床褥，臣侍汤药，
未曾废离。现祖母刘日薄西山，
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保夕，
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
无以终余年。臣今年四十有四，
祖母刘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
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
反哺之情愿乞终养……”

李密写了这篇上表，至情至
孝，入情入理，文句婉转而又深入
地陈述了愿乞终养，辞不赴命上
任的理由，深深感动了武帝，感叹
其至孝非有空名，并特嘉赏，允许
其奉亲尽孝后，再入朝赴任。

李 密 的 孝 心 ，大 大 感 动 了 武
帝 ，允 许 其 尽 孝 后 再 入 朝 赴 任 。
这一事例给我感触很大。对比当
前社会，有些人见利忘义，为争遗
产 对 簿 公 堂 ，手 足 相 残 ，夫 妻 反
目，离婚率直线上升，弃父母贫病
交加于不顾事件时有发生。孝风
日下，令人汗颜。

女胶工：激情点燃曙色

当人们舒展于暖床上，当人
们甜笑在梦境里，她，却忙碌在浓
黑山野。

伴随她的，是一盏胶灯，一把
胶刀。

紧裹她的，是厚重夜色，漫长
孤寂……

看，双肩牵动嗖嗖山风，听，
两脚踩响唧唧虫鸣。

每夜每夜，她要趟过两条小
溪，翻过一道山坡，走进那片熟悉
的胶林。

汗 渍 的 脚 步 ，将 岁 月 踩 成 蜿
蜒绵长的胶路。

青春的激情燃亮胶灯。胶灯，
眨闪大山不眠的眼光，穿透扑来
的雾岚。

父 辈 的 嘱 托 磨 砺 胶 刀 。 胶
刀，紧追渐淡的星辉，牵引出乳泉
的欢唱……

胶 乳 叮 咚 叮 咚 ，迎 来 山 间 第
一声鸟鸣。

云鬓边，山花绽开笑靥；双颊
上，汗串闪耀霞晖。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哟，用
钢铁的锋刃，将郑重的承诺，刻在
祖国的记忆里，刻在红日初升的
早晨。

看山老人：绿林的魂

大山，沉默他的厚唇。
孤 独 的 炊 烟 刚 升 起 ，就 溶 入

涌动的山岚中。空荡荡的茅屋，
铺满绿色的阳光。

明 明 灭 灭 的 烟 火 ，点 燃 沉 重
的日子。

萤火。兽眼。黄昏星……闪
烁 竹 窗 的 孤 寂 。 裹 着 林 涛 的 云
团，覆盖他热闹的梦……

他，用双脚丈量大山的四季，
用绿荫延伸生活的色彩。

这洼那洼，常飘动燃亮曙光
的篝火；这岗那岗，常回荡拓展春
色的锄声。

他 植 树 的 身 影 ，揳 入 层 层 叠
叠的翠色里。

担心兽蹄骚扰树苗的梦，他
敲响叮咚木，与夜长谈。

山林最爱凝神倾听，他巡山的
足音。

淙 淙 的 泉 边 ，掬 几 捧 荡 动 的
星 光 ，涤 去 疲 乏 。 面 对 连 绵 苍
郁 ，几 声 呼 吼 ，倾 吐 出 火 辣 辣 的
情感。

小 路 延 伸 春 的 思 绪 ，大 脚 板
踩响一个个故事。

他 用 汗 水 染 绿 大 山 的 年 轮 。
随着脚步踏动，年轮荡漾开去，绿
了一圈又一圈……

当 他 松 弛 的 眼 皮 ，閤 灭 岁
月。有人说，那一夜，层层叠叠的
山林，总有不歇不尽的喧响。

那，就是他的嘱托啊。

椰雕工：灵性在闪光

透 过 单 调 的 色 与 形 ，你 发 现
了鲜活的思想与具象。

五指山区柔美的绿风和万泉
河畔鲜亮的阳光，浓缩在你手里，
活泼了那把雕刀。哦，椰雕工。

不倦的雕刀，在粗糙的椰壳球
面上追寻，追寻灵性的闪光，追寻
艺术的火花。

小 小 的 球 体 ，旋 转 出 黎 山 的
传说，旋转出海南葱绿的旋律：

五指山上红棉花绽放了，万
泉河畔比翼鸟展翅了，金鹿欢扬
轻蹄，山猴搔出憨态……

“鸟鸣染翠椰林”：是你低语
的心音么？

“稻香卷动金浪”：是你翻飞
的思绪么？

情 感 ，在 一 纵 一 横 中 演 绎 成
熟 ；梦 想 ，在 一 刻 一 剔 中 尽 意 舒
展。

那些热带的花鸟便产生了共
鸣，那些琼岛的山水便充盈了柔
情。

一件件椰雕，一朵朵自然与
灵性撞击闪出的璀璨火花。一件
件椰雕，一曲曲从心中流淌出来
的黎家歌谣。

这些散发着五指山水土味的
歌谣哟，陶醉了多少不同口音的
赞 叹 ，飘 向 了 四 面 八 方 的 厅 堂
……

养蜂人：紧追春的足音

坡岗是路。溪涧是路。榛丛
也是路……

远离家园的炊烟篱花，远离
集市的五彩诱惑，远离椰荫下的
娇嗔絮语……

旷 野 的 夜 ，厚 重 压 人 。 几 口
浊酒，浮起庭院晓岚夕光的细节。

惟拧一把湿漉漉的乡音，晾
在沉默无语的蜂箱旁。

脚印渍满疲倦之后，星眼滤
过思绪之后，一爿层叠岁月的篷
布，温馨了一个清寂的梦。

任 两 肩 披 满 夕 晖 残 照 ，任 脚
下踩碎虫鸣鸟语……

追寻春的讯息，紧赶春的步
音。风姿招展的枝头，是他苦涩
洒尽的日子。

坎坎坷坷的内涵，酸甜苦辣的
细节，一片彩色斑斓，便是封底。

他，丰满飞翔的信念，采撷七
彩的日精月华，酿造着执着的期
盼：要用一勺稠稠的春色，调浓三
江五湖甘甜的生活。

总是只看到他的背影。
总是只见他黝黑的身形向前

走去，走去，淡化在一簇簇璀璨的
光晕里。

总是只见一只工蜂，在我眼前
扑闪着、扑闪着不息的翅膀……

劳动者素描（四章）

□ 倪俊宇

催人泪下的一堂课
□ 许为泽

门前那棵板栗树
□ 曹绍慧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

海南建省之初，我赶着大特区
热 潮 举 家 渡 海 而 来 。 这 里 阳 光 灿
烂，常夏无冬，花团锦簇，郁郁葱葱，
俨然一个硕大的花园。甫一上岛，
三角梅便以她那火焰般的热情展开
双臂，将所有闯海人拥入怀抱——
我自然也在其中了。那色彩，那氛
围，让人直接感受到那如火如荼大
特区的热烈气氛。

初来乍到，一切都那么新鲜，轰
轰烈烈的大建设，似乎带动着这片
土 地 上 的 一 切 生 灵 都 那 么 兴 奋 不
已 。 其 中 印 象 最 深 的 就 算 三 角 梅
了。庭院、屋角、街道、公园、阳台、
山野……她无处不在，处处与您相
伴 ；岁 月 轮 换 ，无 时 不 艳 ，盛 开 不
凋。她多姿多彩，或盆中一枝，如红
梅般疏影横斜，红妆点点；或墙头屋
顶，枝蔓密布，繁花似锦，如火如荼；
或独秀一丛，亭亭玉立，姹紫嫣红，如
少女般娇美；有的则巍然挺立，枝繁
叶茂，花团锦簇，如大丈夫般伟岸。

我爱三角梅，爱她的平民性和
大众性。她不像我们耳熟能详的那
些名花奇卉那么娇贵，那么难以伺
候：若要赏其美丽，须精心培育，代
价颇高，纵或辛勤迎来娇艳，却花期
短暂，转瞬落红。若再睹芳容，须待
来年。

而三角梅虽是外来物种，原产
于南美巴西，传出巴西不到两百年，
却在世界各地自然环境适宜的地方
种植，繁荣昌盛，成为了当地的重要
花种。据说已被非洲赞比亚选为国
花，海南选为省花，海口、三亚选为
市花。资料显示，全国选三角梅为
市花的还有深圳、珠海、厦门、惠州
等十多个城市。何以如此？我想这
与她的平民性、大众性有关。她只
要环境适宜，阳光充足，无需伺候便
能 繁 茂 。 所 谓 的 给 点 阳 光 便 能 灿
烂，并非虚言。这种花最接地气，最
亲近平民，这便是她的平民性或叫
大众性吧。无怪乎我们岛民都爱三
角梅。

再就是三角梅的特殊性。三角
梅有许多名字，多地称为叶子花，极
为形象：三朵不彰不显的小花聚生
于三片叶形的苞片中，苞片如叶，大
而美艳，而又别于叶，故名叶子花；三
片苞叶环成三角，亦名三角花；而海南
则在三角之后再假一“梅”字，美称为
三角梅。这一梅字不单纯为名，已寄
托了海南民众对与自己相依相伴的这
种花的浓浓情愫。

我还发觉这种花与叶的和谐彰
显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是吗？
三角梅非常智慧，其花不彰，却将花
旁的三片叶赋以艳色与花相衬，形
成一个核心与外缘的完美组合。苞
叶相助，花叶相携，依依共艳。花为
核心，仅有核心难成戏，还需要外围
的参与。常说的一个好汉三个帮，在
这种智慧之花上能得到完美体现。
您看，三角梅作为省花、市花形象的
塑造，象征着大特区大建设吸引了来
自全国各方力量参与，犹如各色苞叶
的相托。卅年奋斗，成其大气。

三角梅的诸多特性中，尤其激
荡 人 心 的 是 其 团 结 共 艳 的 集 体 精
神。三角梅不以一花一朵争辉，而
是 抱 团 共 艳 ，展 现 一 种 群 体 性 特
征。我们见到的三角梅花朵无不是
一团、一簇，密密聚集，常常一丛、一
树，甚至成片、成林。花团锦簇，五
色缤纷，而以红妆为主调。放眼望

去，热烈似火，如漫天红云；抽枝拂
云，长袖善舞。展示了既热烈整体，
却又多彩多姿的形象，这可是三角
梅的一种团结共生、结伴共艳的集
体精神。当您对三角梅有了充分的
接触、深刻的了解，您才会明白，海南
这个年轻的大特区省，海口、三亚两
市何以选择三角梅为其形象代表了。

戴上形象代表桂冠的三角梅，
其身份已然不俗，甚至尊贵了。本
土的画家们，也不再是普通的看客
了，他们肩负了一种责任，一份担
当，要为省花、市花传神写照，甚至
要为她立传。如此，画家们要与三
角梅交朋友，要去深入了解三角梅
的历史、现状，并发掘她所蕴含的人
文精神和文化品质，她与海南人水
乳相融的情感等等一系列的内涵，
更要进一步去认识，去挖掘更多的、
更丰富的人们尚未知晓的新的文化
元 素 。 更 要 通 过 一 切 文 艺 的 手 段
——包括绘画的，文学的，戏剧的，
音乐的种种形式，赋予三角梅文化
的丰富品格，让三角梅也像梅、兰、
菊、竹那样，在民族文化审美中蕴含
特定的文化品质。闻其名，则知其
文化属性，然后才是其自然属性。
此时其形的美丽已非自然之美了，
早已人格化了。君不见中华文化圈
内，一提到梅，自然就联想到凌寒飘
香、铁骨冰心；兰，则幽玄高雅、淡泊
自足；菊，傲骨凌霜，不媚流俗；竹，
虚心有节，清雅高洁；莲，圣洁不染，

花之君子。而三角梅呢，我们联想
到了什么？虽然也能说出一串美丽
的辞藻，但她需要积累，需要沉淀，
将 其 文 化 品 格 定 格 于 文 艺 作 品 之
中；还需要传播，以其独特的文化形
象昭示天下，最后方能约定俗成，为
天下人认可。如此之后，省花、市花
的桂冠才能当之无愧啊。

我作《三角梅下老爸茶》便是我
上岛 30 年来与三角梅为友、为伴，为
其传神写照的画卷。作品中我强调
了抱团共艳的意识。故不在一花一
叶、一枝一条上做文章，而是将三角
梅整体集群地大片花团布满了画面
上中部主要区域，且将其切分为大
小不等的三种色块，使画面色彩既
整体而又丰富多姿。顶端的大片红
花聚散有致，如朝霞般热烈；中段以
下为了强调其整体性，则以轻快的笔
意只写其大意。并留大片白花，与重
色形成对比，下段再略施淡紫与红云
相呼应。花干高大硕健，主干与辅干
穿插有致。这已经不是一树了，而是
一丛高大挺拔的群树集合。我想表
达的是三角梅的热烈如火和伟岸的
大丈夫气概。这幅作品融进了我对
三角梅的一片浓情。

地域的点睛之笔却是在树干后
一溜展开的，或隐或现的一组最具
海南民间特色的老爸茶，茶客们悠
闲自得的情态，当是海南标志性的
地 域 符 号 之 一 。 由 于 老 爸 茶 的 出
现，靠实了作品的地域特点。

热烈如火的三角梅
□ 乔德龙

三角梅下老爸茶（国 画） 乔德龙

下凡仙子步轻尘，
清瓣三尖众色分。
锦簇雍容昭日月，
清扬靥辅可销魂。
瑰姿曼妙霞光染，
绰态柔情纯净身。
霓裳羽衣长空舞，
琼崖揽胜艳超群。

咏海南三角梅
□ 狄少英


